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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》

内容概要

「知識人」（intellectual）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，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「士」的階層
，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。從士轉變為知識人，代表「士」文化的斷裂，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
巨大轉變。
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，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，耙梳中國知識人與
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、影響的綿密關係。* * *
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○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，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、意義等面向，及其
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。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「過去」與「中國」；作者觀照中、西知識人在追尋
真理上的差異，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（中國知識人求「內向超越」，西方則是「外
在超越」）。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「現代以後」（post-modern）價值轉向的今日，本書對於瞭解
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。
書中旁徵博引，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。拿科舉制度來說，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
定各郡縣舉薦名額，因而有幾分「代議制度」的味道；宋人歐陽修、司馬光在「選賢唯才」（近似「
全國聯招」）或是「逐路取人」（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）上，立場相左，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（
歐陽為文化薈萃、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，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）。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「罷黜
百家」，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，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「五經」（詩、書、禮、
易、春秋），而非以「五經」為不二規臬的「儒術」。（見第八篇，〈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
意義〉）
又如，共產黨深知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，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「只辱不
殺」，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（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，行不得）。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
人價值體系的後果，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、「黑心」商業屢見不鮮，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
覺羞愧。（參見第五篇，〈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〉）
作者更精闢指出，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，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，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
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。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－－相對於國家（state）的權力而言，價值觀
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。此一見解，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。* * *
〔編輯說明〕
余英時先生的大作《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》（1984年），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
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，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，既不左偏右袒，也不作調人，
而是提出具體、平正而圓融的看法。有識之士咸認，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
案，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、立論最透闢的一篇。在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淘洗
，始終歷久而彌新。
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本計畫推出《從》書的第三版，因而請作者評估是否增補文字。但作者重新思考該
書的主旨，繼而就其經營數十年的研究領域——中國的「士」文化，選出另外十篇文字，將「知識人
」與「文化價值」列於同等重要的位置。原因何在？因為就中國傳統而言，價值系統的整理、提煉、
闡明等任務，一直是由「士」來擔任。這一增補，全書篇幅增加三倍，成就了一本新作，便是《知識
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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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》

作者简介

余英時，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人，曾於哈佛、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名校擔任全職教授。二○○六
年榮獲堪稱人文社會學科諾貝爾獎的「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」，授獎單位形容余英時是
「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」。日本學術院院士島田虔次也尊稱他為「二十世
紀後五十年中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」。
安徽潛山人，1930年生，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，後於美國哈佛大學取得
歷史學博士學位。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、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。1973-75年出任香港新亞書院院
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，1991 -92年任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。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
，所獲學術榮譽計有：中央研究院院士（1974）、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（1977）、美國明德學
院（Middlebury College）榮譽文學博士（1984）、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
成就獎（2006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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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》

书籍目录

自序
第一篇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
第二篇 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
第三篇 新春談心
第四篇 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
第五篇 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
第六篇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
第七篇 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
第八篇 士的傳統與其斷裂
第九篇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和意義
第十篇 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
第十一篇 接受克魯格人文獎講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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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》

精彩短评

1、余英时先生文章小集，着重看了最重要的《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》。
2、對余先生，除了拜服，還能有什麼呢？本書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余公在西學上的通透和深刻。
3、为了了解而读,为了新视角而读
4、新作旧章融一炉，文化心性一贯之
5、科举制的废除，标志着“知识分子”取代了“士”，但这拥有不同称呼的“知识人”之间的关系
，是否也见证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呢？
6、余先生对于中国现状未免乐观，这也是知识人的通病即不接地气，并且也是由于史学起家，但是
这些材料有多少可信，毕竟是人写的，而且也是与最水深火热的底层人民分离的上层知识人写的，知
识人的越来越“高尚”“非一日之寒也”也改不了。余先生对中西文化都很有心得，对比起来得心应
手。港台对外国人名的翻译有的真的差很多啊⋯⋯惊觉自己真的骨子里就是西方人，我对中国传统文
化的很多内容还是接受无能。真心觉得现在的人还没五四前后的那些人思想开放。
7、封建余孽余英时，一心想着复辟。曲学阿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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